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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医坛

医考之路

奖项设置：

一等奖：1 名，资助参加一次

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2 名，资助参加一次

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3 名，资助参加在北

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5 年全年

《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5 年全年《医师报》。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近日，江苏省沭阳县南

关医院一位男妇产科医生被

打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的

确，男妇产科医生在行医过程

中要面临与其他科医生所不同

的尴尬和无奈，尤其是男妇科

医生，他们需要患者更多的理解

和认同。

笔者就认识这样一位男妇科医

生，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二妇科副主任曾诚教授。

谈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曾诚说：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愿意选择妇科。” 

起初他最感兴趣的是内科，为了从事

内科，他买了一整个书架的内科书籍

进行学习，没想到事与愿违。毕业时，

他被医院分配到了妇科。

一开始曾诚想着先在妇科干一段时

间，然后再伺机调动，可是调来调去，

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为此，颇感郁闷的

曾诚毕业后一年内都闷闷不乐，工作效率

不高，对患者也不够热情。看到这种情形，

当时的妇科主任见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天，曾诚的父亲前来探望他，思父心

切的曾诚给一个孕妇打结时显得很不认真。

主任看到后撂出一句狠话：“你今天必须打

够 500 个结才能走！”虽说是气话，但曾诚

那天一共打了 7 个结，为了验证他是否认真，

科室主任用放大镜一个个地对这些结进行了观

察，最后才放他走。“他们的严格是我成长的

保证啊，随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无法改变

环境时，适应它才是最积极的态度，这个道理也

激励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曾诚感慨地说。

对于男妇科医生们来说，最大的障碍在门诊方

面。门诊医生是按就诊量算工资的，没人看病就意

味着没工资。曾诚刚开始坐门诊时，由于性别的原

因，女患者们很少愿意来他这里看病，甚至有的女

患者一看是他在坐诊，马上大呼一声：“啊！是男医

生！”然后就直接退号走人。“当时情况真是很困难，

最后只能和同科室的女医生们商

量，去看女医生剩下的患者。”

曾诚摇头苦笑着说。

受挫的曾诚决定潜心提高自己

的诊疗水平。他暗想，只要医术高，

服务好，患者肯定会找自己看病。

慢慢地，通过老患者复诊、老患者介

绍新患者等方式，曾诚的门诊量也有

了显著提升。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在一次病房查房离开时，一个女患者

指着他，对另一个女患者说：“别看

他是男的，其实医疗技术很高呢！”听

到这句话，曾诚静静地走开了。“其实

我的心里是很高兴的，毕竟那是第一次

得到患者当面肯定！患者的鼓励，是我

们前进的最大动力啊！”谈及这件事，曾

诚依然难掩兴奋。

按照曾诚的理解，男性从事妇科有一定

优势。曾诚解释说，“比如在创新能力、动

脑能力，以及体力上，男性比女性都有一定

的优势，并且没有类似女性的生理问题，所

以往往能做得更好。我参加过很多国内外的

妇科学术会议，在台上发言的几乎都是男性。”

“每一次手术，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性别的尴尬，心灵不受任

何因素左右，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个过程

当中，一项重大手术的实施完成，一个危重疾病

的解答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充实而快乐的事情。”

当笔者问到实施手术时的感觉时，曾诚如是说。

曾诚认为，这些年他在妇科过得很充实、很成功。

在职称晋升时，他创下了带教出 13 名拥有腹腔镜

手术能力医生的纪录，而且在 5 年前就晋升为妇科

主任。

 对于很多女性不愿意选择男妇科医生做伴侣

的想法，曾诚表示很理解。按照他的统计，圈内男

妇科医生基本上都找了同行做伴侣，他自己也不例

外。“还是同行容易惺惺相惜啊！举例来说，不能

因为肛肠科医生成天接触很脏的东西，就不让他们吃

饭吧。而且乳腺科男医生也很多啊！”曾诚自嘲地说。

在心内监护科见习的时候，我直面了一个生命的

离去。

进科第二天的早晨，一个心肌梗死的患者突发

室颤，强心药、除颤仪、甚至连主动脉球囊反搏都

用上了，心率仍未转复，血压直降……其实已经无

力回天，但仍要持续的心外按压维持血压，直至家

属赶来见最后一面。心外按压十分消耗体力，老

师便让我们加入到心肺复苏的队伍。

得知将有“实地演练”的机会，我的心情很

奇怪，有对自己操作不规范影响患者抢救的担

心，有对接近死亡的恐惧，竟也有第一次参与

抢救患者的一丝丝兴奋。

我的手掌按压到患者的胸骨，当看到一旦

自己按压的不够用力，显示屏上的血氧饱和度

就直线下降时，兴奋顿时便被巨大的恐惧侵

蚀，仿佛自己松懈一点，生命便如风一般从

指缝间四散而逃。我用尽全身力气，维持手

掌下那颗心脏的跳动。我的胸腔也被加速的

心跳猛烈地撞击着，胳膊也渐渐疼痛起来，

按压了不到 2 分钟，便败下阵来，无力感

和内疚感扑面而来……我真的想阻止生命

的陨落，可死亡仿佛难以抗拒。

不久，家属赶来了。在这场撕心裂

肺的生离死别末尾，老人的女儿已是半

虚脱的状态，可她喘息着，用尽最大的

力气转向我们，强忍着丧失至亲的悲恸，

说了声“谢谢大夫们”。让我为之动容。

其实我更应该感谢她，是她让我

明白医生常常需要用温情去体谅和

帮助患者，这体谅与帮助饱含着医

生对患者的深情，是人性光辉的折

射。只愿自己能够在每日的生离死

别中，保持对死亡的敬畏和思索，

不失对人间温情的坚信和守望，努

力诠释医生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在取得医师资格的路上，我历经坎坷。

2008 年我第一次报名参加了医考，可成绩与

分数线相差 60 多分，2009 年，因轻信有答

案的谣言，又一次惨遭失败。2010 年，我

再次报名。

第三次备考仍十分艰辛，我是一名毕

业已久的普通卫校毕业生，在最基层工作，

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一个诊所就我一

个人，一天到晚忙得头昏眼花，尽管十

分用心复习，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要想考过医师资格考试，就必须选

好辅导教师和复习方法，我上网到处查

询资料。后来，听说网上的东西都不可

靠，要考过就必须努力看书。无奈之下，

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全套的执业医师

考试资料。可是，看了几个月却怎么

也理不出头绪。眼看，操作考试就要

来临，这种状况让我十分着急。幸

运的是，就在参加技能考试的时候，

我无意间看见了张博士医考中心的

宣传资料，后来在丈夫的支持下报

名参加了面授班和网络班。

当我捧着厚厚的 5 本参考资

料复习时，有朋友调侃到，你都

几十岁了，何苦还这么累呢？又

不是没饭吃。其实，他们不知

道医师资格证对我而言意味着

什么。

复习中，为了避免打扰，

我关掉了手机、诊所，取消了

所有的应酬，儿子正值初三毕

业，我也没有精力管他，心

里特别难过还不能让他看出，

只是告诉他：“儿子，你一

定要专心学习，妈妈也要参

加考试，没时间陪你了。”

考 试 过 后， 焦 急 地

等 了 漫 长 的 3 个 月。 终

于，我在手机上看到了张

博士医考中心发来的短

信——378 分，我高兴得

不知所措，忍不住大声

狂呼“我考过了！考过

了！”激动的眼泪不自

觉的流了下来，付出

的艰辛总算有了回报。

（本栏目投稿邮箱：

songpanzheng@163.

com）

《阿图医生》出自一

位传奇医生之手，作者阿

图·葛文德既是哈佛医学

院临床外科副教授，又是

《纽约客》医学专栏撰稿

人、美国文化界最高奖亚

瑟奖获得者、白宫最年轻

的健康政策顾问，2010 年

他更是入选全球最有影响

100 位人物。

目前，《阿图医生》

已出版两季，在第一季中

阿图医生通过对经历实际

病例的陈述，让大家看到

了一名外科医生在面对复

杂多样病例时的困惑、纠

结、勇气与坚持。更令人

酣畅淋漓的是，作者营造

出的亲临手术室的感觉，

一场场真实的病例就像惊

悚小说般，让人不忍释卷。 

第 二 季 着 重 分 析 了

美国医疗体系中的医患关

系与制度漏洞，从日益攀

升的医患纠纷、棘手的医

疗事故、高额的医疗费到

不平等的收入、保险公司

与医患对立的矛盾。当医

术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新一代的医生又该如何面

对？作者通过对现有医疗

制度漏洞的控诉，对患者

内心情感的关注与同情，

让冰冷的手术刀，显现出

温暖的人性光辉。

       （推荐人：宋攀）

 男妇科医生的
  尴尬成才路
▲ 于枫

对死亡的敬畏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程雅琳

阳光总在风雨后
▲ 重庆市彭水县万足计生站  钱雪琴

医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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